
醫聖拜謁大典 弘揚中醫藥文化

▲在 「醫聖」 拜謁大典現場，人流如
鯽。

「南陽曾誕
生四位享譽史冊

的聖人，所以到這裏來，會不自覺地產
生一種朝聖的心情。」 走進南陽地標
「醫聖祠」 ，一位特地來參加 「醫聖」
拜謁大典的外地遊客對記者表示。作為
南陽的中藥文化地標， 「醫聖祠」 是仲
景文化展示交流的重要窗口，每年有約

80萬人來此拜謁醫聖、尋根問祖、遊
覽祈福，極大地提升了南陽中醫藥文化
在國內外的影響力。

雖然拜謁大典定於27日10點半舉
行，但不到10點，醫聖祠早已人流如
鯽，主祭台被 「朝聖」 的人們圍得水洩
不通。隨着主祭官一聲令下，拜謁儀式
正式開始。在莊重的氣氛中，現場全體
肅立，高聲奏唱《醫聖頌》，並向醫聖
張仲景先師墓敬獻花籃和八大宛藥。隨
後，主祭官恭讀《祭文》，全體參加拜
謁的專家學者向醫聖張仲景墓行三鞠躬
禮，繞行醫聖墓一周，瞻仰醫聖仲景先
師。

記者在現場看到，從幼童到長
者， 「醫聖」 拜謁大典吸引了各年齡段
的人群前來參觀。當拜謁儀式結束後，
仍有多位長者面向張仲景墓碑，俯身跪
拜，虔誠表達着對中華文化聖人的敬
仰，以及對傳統中醫藥文化的崇信。

責任編輯：王 旭 美術編輯：賴國良

大公報記者 戚紅麗、張寶峰、劉蕊

懸壺濟世救蒼
生，萬世醫

宗傲杏林。27日，
第十六屆張仲景醫
藥文化節暨全球中
醫藥高質量發展論

壇，在 「中華醫聖」 張仲景的故鄉河南
南陽隆重舉行。來自南陽當地以及北
京、香港、澳門等地的醫藥界人士齊聚
一堂，圍繞弘揚 「醫聖」 文化、促進中
華傳統醫藥國際化、產業化、現代化等
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在此次全球中
醫聖地高質量發展論壇上，有與會嘉賓
表示， 「港標」 對接國際標準， 「港
檢」 嚴格可靠，得到世界相關機構認
可。 「宛藥」 要在國際上打響名堂，香
港可以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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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南陽所有醫院和90%以上村衞
生所都能提供中醫藥服務。

•艾產業市場份額佔全國70%以
上，是全國最大艾產品生產基
地。

•是全國著名的辛夷之鄉、山茱
萸之鄉。

•當地百姓有濃厚的 「信中醫、
愛中醫、用中醫」 的傳統。

• 「醫聖」 張仲景奠定了其在全
國中醫藥界的重鎮地位。

大公報記者
戚紅麗、張寶峰、劉蕊整理

醫聖張仲景

張仲景（150-219年），
名機，字仲景，東漢南陽人，
中國古代偉大的醫學家、世界
醫史偉人。

張仲景潛心研究傷寒病的
診治，認真總結前人的醫學理
論和經驗，廣泛收集民間驗
方，寫成了《傷寒雜病論》這
部醫學巨著。它集秦漢以來醫
藥理論之大成，並廣泛應用於
醫學實踐，是中國醫學史上影
響最大的古典醫著之一，也是
中國第一部臨床治療學方面的
專著，成為後世從醫者人人必
讀的重要醫籍。

張仲景也因對醫學的傑出
貢獻被後人稱為 「醫聖」 。不
僅為國內歷代醫學家所尊崇，
而且為日本、朝鮮、歐美諸國
醫學家效法，被譽為 「眾法之
宗，群方之祖，醫門之聖
書」 。醫林後學奉張仲景為
「醫中之聖 」 、 「萬世醫
宗」 。1993年，英國倫敦維爾
康醫史研究所把張仲景列入29
位世界醫史偉人名單，加以弘
揚和紀念。

健康飲食新商機 藥膳出海有優勢
隨着人們健

康養生的意識日
益提高，藥膳逐漸成為健康飲食的新
商機，各地也開始發力推進藥膳產業
的發展。在第16屆張仲景醫藥文化節
舉辦之際，南陽還應勢舉行了首屆仲
景藥膳文化論壇及藥膳大賽。藥膳是
集中醫藥學、營養學、烹飪學、食品
工藝學、美學藝術、養生學預防醫學
等於一身的綜合學科，內容極其豐
富，涉及領域極其廣泛。在藥膳文化
論壇，與會嘉賓就藥膳產業的發展趨
勢、技術創新、市場拓展等方面進行
了深入探討和交流，為本次活動帶來

了新的思路和創意。
中國藥膳研究會專家委員會主任

楊銳對記者表示，南陽發展藥膳擁有

得天獨厚的優勢，因南陽是張仲景故
里，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基礎上，若能
善加利用張仲景的經方，開發成藥
膳，定能惠及百姓，同時能夠為南陽
中醫藥 「出海」 助一臂之力。

楊銳認為，藥膳 「出海」 有獨特
優勢，因其定位是食品而非藥品，其
出口可以按照食品標準。同時若能引
入預包裝技術，將藥膳標準化生產，
形成產業，則其「出海」是必然趨勢。
但他也提醒，藥膳 「出海」 可先從東
南亞國家開始，因其飲食習慣與理念
與華人趨同，若能借助香港這個國際
性的平台，則更可很好地走向世界。

▲在首屆仲景藥膳文化論壇及藥膳大
賽上，眾多藥膳食品一決高下。

專家解讀

▲第十六屆張仲景醫藥文化節開幕式現場。
大公報記者劉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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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的中醫藥底蘊

河南省現有註冊登記
中醫醫院

河南省中藥企業佔比

三級中醫院56家 8.51%

180家
二級中醫院

27.36%422家其他

64.13%

中藥飲片生產企業

69家
20.54%

120家
35.71%

147家
43.75% 中藥製劑企業

其他藥品
生產企業

大公報整理

陳竺：用現代科技為中醫藥插上翅膀

▲ 「醫聖祠」 中的張仲景像。

看好南陽養生產業 港商帶資參會
「這次我帶

張氏香港總會會
員來南陽，是帶着資金過來的，我們
是真的想投資。現在對中醫越來越重
視，香港對中醫也越來越信任，所以
我們想要在中醫康養方面做投資。」
香港落馬洲潘屋村街坊福利會書記、
中華張氏香港總會會長、董事局主席
張禎秋表示，這次來南陽就想多了解
一些，把南陽的中醫文化帶回去香

港，也考慮在此投資。
張禎秋表示，此次中華張氏香港

總會一行是第一次到南陽，來南陽第
一站便是去拜謁醫聖張仲景。 「中醫
藥不只是一個產業、一個學科，更是
中華文化的核心內容，接下來我們希
望能夠更好地挖掘南陽的中醫藥文化
與資源，與香港的優勢相結合，為中
醫藥的傳承與發展貢獻自己的一點力
量。」

張禎秋說，此次準備在南陽多呆
幾天，去看看南陽的製藥企業和艾草
種植基地，尤其要着重了解南陽在養
生產品方面的創新與開發。他對主辦
方提供的各種養生產品都很感興趣，
不僅在現場品嘗了主辦方為嘉賓準備
的酸梅湯， 「如今養生飲品越來越受
年輕人喜歡，南陽很能與時俱進順勢
而為，開發了不少養生新飲品。我相
信這些產品在香港也會大受歡迎。」

掃一掃有片睇

南陽古稱 「宛」 ，是國家歷史文化名
城。近年來，南陽依託自身深厚的中醫藥文
化底蘊，積極建設國家中醫藥綜合改革試驗
區，着力打造全球中醫聖地、全國中醫高
地、全國中醫名都。如今，南陽已成功打造
張仲景醫藥文化節、仲景論壇、仲景書院等
品牌。

中醫藥服務 遍及城鄉觸手可及
2021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先後來到醫聖

祠和南陽藥益寶艾草製品有限公司，了解中
醫藥發展和艾草製品產業發展情況。習近平
總書記當時指出，過去，中華民族幾千年都
是靠中醫藥治病救人。特別是經過抗擊新冠
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傳染病之後，我們對
中醫藥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認識。

本屆盛會以 「弘揚仲景文化 國際化．
產業化．現代化」 為主題。活動期間舉行了
第二屆醫聖拜謁大典、第十一屆仲景論壇、
仲景大健康產業博覽會、全球中醫聖地高質
量發展論壇、道地宛藥高質量發展論壇、經
貿洽談暨項目簽約等活動。

在27日開幕典禮現場，還舉行了張仲景
經方閣俄羅斯聯邦診療中心、日本診療中
心、越南診療中心，以及南陽張仲景中藥材
市場的揭牌儀式。

南陽市委書記朱是西在開幕式上致辭時
表示，作為醫聖故里，南陽以流傳千年的
「八大宛藥」 為依託，全力打造千億級中醫
藥產業集群。創新開展萬名中醫師家庭簽約
服務、萬名護工居家養老服務，促進中醫藥
服務遍及城鄉、觸手可及。同時，積極推動
仲景文化的創新性發展，着力打造全國中醫
藥文化新地標，創新舉辦醫聖拜謁大典、中
醫藥文化夜市、仲景大講堂等活動。

倡港生參訪中醫藥文化名城
雖然南陽與香港相距千里，但在推動中

醫藥產業的發展升級和走出去等方面，兩地
可以實現優勢互補，並有諸多合作空間。如
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目前正在
形成中醫藥產業高速發展的積極態勢。去年4
月，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牽頭成立
了 「中醫藥全產業鏈香港中心」 「湘贛粵港
澳中醫藥全產業鏈協同發展聯盟」 等。

「這些都為中醫藥發展營造了更加有利
的環境。」 在27日舉行的全球中醫聖地高質
量發展論壇上，有與會嘉賓表示，南陽用好
香港的區位優勢、融資優勢、平台優勢，中
醫藥發展必能如虎添翼。當前，中醫藥在世
界範圍內的發展正面臨如何捍衛和爭奪 「話
語權」 的問題。有嘉賓認為，搶奪主導權，
涉及整個中醫藥產業的發展，高質量是重
點，科研是關鍵。而 「港標」 對接國際標
準， 「港檢」 嚴格可靠，得到世界相關機構
認可。 「宛藥」 要在國際上打響名堂，香港
可以作出貢獻。

還有嘉賓表示，中醫藥發展離不開中醫
藥文化的傳承和弘揚。香港近年大力推進國
民教育，中學生必修 「公民及社會發展
科」 ，所有學生都要到內地參觀考察。南陽
作為擁有如此厚重中醫藥文化的名城，對於
香港的中小學生極具吸引
力，加上高鐵助力，完全
可以打破空間隔閡。通過
港媒以及教育機構，可大
力推廣 「南陽中醫藥歷史
文化參訪計劃」 。

27日上午，
在第十六屆張仲

景醫藥文化節開幕式上，第十三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紅十字會會
長陳竺做了主旨演講。他指出，如今，
非傳染性疾病每年會奪去超過4000萬
人的生命，佔全球死亡人數的74%，
已經成為21世紀最大的健康威脅。陳
竺表示，中國高度關注人民健康，並把
「健康中國」 作為優先發展戰略。中共
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
規劃綱要》提出了持續提升人民健康水
平、控制健康危險因素、大幅提升健康
服務能力、顯著擴大健康產業規模、更
加完善健康制度體系等一系列目標。

統計數據顯示，隨着 「健康中
國」 戰略不斷深入推進，中國居民主要
健康指標已經取得顯著進展。以2010
年與2021年做對比，平均期望壽命已
從74.8歲提高至78.2歲；嬰兒死亡率已
從13.1‰降至5.0‰；孕產婦死亡率已
從30.0/10萬降至16.1/10萬。

談及中醫藥傳承發展問題，陳竺
強調，傳承中醫藥要堅持 「傳承不泥
古」 ，要吸取其精華，挖掘內涵，要注
重醫藥統籌，堅持藥為醫用、醫因藥
存，要加強中醫藥特色人才隊伍建設。
同時，要創新中醫藥，要堅持 「創新不
離宗」，要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為老
祖宗留下的寶貴財富插上科技的翅膀。

取精棄粕

尋根問祖

優勢互補


